
 

评论丨亚投行的使命就是支

持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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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兼秘书长] 

亚投行是亚洲第一个提倡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它也是

亚洲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卓越案例。通过亚投行，成员国能够合作去建

立一个坚持最高标准治理原则的高效透明的机构。建立亚投行的设想由习

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出，随后在 2015 年的春天，57 个国家加入了创立谈判，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亚洲国家，但是也包括如巴西、埃及等非亚洲国家。

它们签署了同意建立亚投行的条款，并使之成为国际协定。当时也有一些

人在担心，认为亚投行的建立将会削弱国际合作的质量和标准。然而在后

来的时间里，亚投行的成功经验证明了那些怀疑论者是错误的。亚投行在

全球多边合作银行当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通过联合资助发展项目，

我们也同其他多边机构形成了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获得了向其他

机构学习成功经验的机会。 

亚投行的使命是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来支持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

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合作。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不同的是，亚

投行将关注的重点始终放在了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上，我们并没有脱

贫的任务，也不会向项目国提供优惠的金融政策。为什么呢？基础设施上

的投资和互联互通的增强将有助于提升生活水平，普及基础服务，同时也

对人们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另外，我们始终如一的关注重点

也有助于亚投行能够高效率并有成效地展开工作，同时也能够在不影响高

标准的前提下及时地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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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统一标准的共识、良好的治理以及高效率的工作对于

深化同政府、公众和私人股东的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指标，

包括金融评估，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亚投行始终坚持贯彻落实这些指

标。归结起来，这些指标所代表的就是亚投行的核心价值观：精简（lean），

廉洁（clean）以及绿色（green）。 

“精简”意味着亚投行高效地利用股东的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成员

国的税收，并且尽量去避免成为官僚主义、冗杂且低效的机构。目前亚投

行只有来自 44 个国家的 230 名员工，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然而，只有

时间才能证明我们的措施是成功的。 

“廉洁”指的是良好的治理以及我们在项目选择和资助上的高标准。

亚投行的决策机构是成员国财长所组成的理事会。他们每年 7 月都会在卢

森堡进行定期会晤。为了保证亚洲在亚投行中的主要地位，亚洲国家占有

四分之三比重的股份，非亚洲国家则是四分之一。按照持股比例由大到小，

亚投行的股东依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

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只有少数决议的批准才需要最高的票数下限，也就

是 75%股份的票数。下一级的领导机构则是特别董事会，该董事会成员一

年进行 4 次会晤，董事长由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先生担任。特别董事会的运

行也是建立在 12 名董事的共识基础上，该 12 名董事各自代表了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国家集团的利益。在决定政策或者战略等决议时，达成共识是非

常必要的。特别董事会和管理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责分工，董事会决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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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并且保证管理部门能对项目的实施负责。具体分工都在 2018 年

通过的责任大纲里有着明确规定，该大纲今年开始实施。此外，该大纲还

授予了亚投行行长在某些条件下批准项目的权力。 

此外，“廉洁”也体现在亚投行在选择、发展以及实施这些被资助的

项目上所秉持的国际高标准。项目的模范化实施和高标准的倡议在多边开

发银行的工作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这种方式工作不仅能够带来

更多优秀的项目，而且对开发能够吸引私人部门投资的项目有着重要推动

作用。根据亚投行的经验，我们的项目必须要在财政上合理，可盈利，并

且还要给项目的接收方带去利益，当然也要考虑到接收方债务负担能力。

亚投行在投资项目之前都会投入精力分析接收方的债务支付能力。亚投行

的董事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腐败以及投诉机制上给予高度重视，所

有的项目都必须公开采购来确保公平竞争。亚投行的另一个创新就是创立

了投诉解决、评估以及一体化部门。该部门集合了三种不同的功能，但在

其他机构中这些功能往往由不同的部门分别执行。在亚投行，这些功能全

部被赋予至一个团队，并且这个团队具有直接向董事会上报的权力。这就

意味着董事会在解决银行内部问题时会获得足够的信息，也能确保董事会

能够预测和预防相关问题，而不仅仅是只能在事后做出反应。 

“绿色”则与环保相关。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几个星期，亚投行就正

式成立了，并且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得到一致通过。亚投行所有的成员

国都致力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而且亚投行也为成员国投资绿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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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重要支持。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曾论述说，

下一个 20 年将会是决定世界能否赢得气候变化这场战争的关键。在这种意

义上，亚投行的成立是非常及时的，同时亚投行也有责任去推广这些绿色

标准。 

亚投行在不断建立完善自己组织的过程中，也努力变得更加开放和透

明，积极公开参与到相关的政策话题讨论。比如，亚投行曾就其 2017 年

通过的能源战略组织了一次公开咨询，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个战略

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亚投行支持其成员国能源转型措施的一部分，而能源

转型也是响应巴黎协定的号召。 

在成立至今的三年半时间里，亚投行已经批准了价值超过 80 亿美元

的共计 40 个项目，遍及 16 个成员国。印度是亚投行投资的最大接收国

（25%），其他的接收国还包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塞拜疆、埃及和孟

加拉国。在不久的将来，亚投行的年度承诺可以达到每年 100 亿美元。亚

投行的投资依然有许多增长的空间，这三年半的成就仅仅是个开始。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亚投行从各大信用机构均收获了 AAA 最高信用评

级。 

亚投行在全世界的成员国已经从 57 增长至 97 个。我们银行虽然主要

面向亚洲，但是在欧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项目上都有重要利益，其中

也包括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加盟也表明他们看到了

亚投行早期的进步。基础设施的需求在亚洲拥有着巨大市场。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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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估计亚洲、东南亚、印度以及中国的平均年度经济增长将会在

2022 年之前保持在 6.3%，而亚洲开发银行（ADB）估计亚洲所需的基础

设施的规模将高达 1.7 万亿美元。从现在到 2050 年，12 亿的亚洲人将会

进入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将对城市的运作、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环

境有着决定意义。今年 1 月第一份亚洲基础设施报告出版，该报告强调了

一个重要机遇，即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输电网将会减

少数十亿的能源开支。 

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一样，亚投行的资本结构使得其能够向所有的成

员国政府以同样的利率借贷。但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亚投行可以向

中低等收入国家提供贷款。比如，亚投行曾同意向两个在阿曼的项目进行

投资，以促进该国的经济更加多样化。这个特点就能确保亚投行有能力向

更加不稳定的地区进行投资。亚投行同成员国政府的关系有助于减少在地

方投资的风险，这点私人机构是无法做到的。在动员私人资本方面，亚投

行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伙伴关系往往比私人投资者更能够吸引私人资本。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将巨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转变

为可以盈利的项目。在这方面，多边开发银行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世

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就已经在增强投资能力和推动政策建议上做出了努

力。亚投行看到了自身在发掘更多低收入国家可盈利项目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能够满足地区发展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吸收更多的私人部门资本，这

点十分重要。因为 1.7 万亿美元的投资如果仅仅靠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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